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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百年中國與世界」一欄中刊載的文章，有兩篇都涉及早期蘇聯和中

國的關係。楊奎松利用近年來大量披露的前蘇聯檔案文獻，細緻地整理出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對中共從建黨初期至抗日戰爭間的財政援助情

況，顯示莫斯科援助的規模和力度，是中共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此篇文

章的刪節本已刊於六月號印刷本中，而今期網絡版則刊登全文的上半部。

李嘉谷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政府為了爭取北京政府支持，在

1919和1920年兩次對華宣言中，都宣布廢除沙俄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

條約。但一旦蘇俄新政權穩固、國際環境改善，便拋棄承諾，承襲沙俄侵

華、損害中國主權的種種做法，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獨立問題，都是有力的

例子。

吳鵬森和佘君的文章結合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前後歷史過程以及當時的

國家發展戰略，重新考察了目前理論界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動因的不同理

論觀點，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根本原因並非源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

客觀要求，也不是當時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配套產物，而是中國共產黨宥於

傳統社會主義理念對農村經濟社會制度的一種主觀選擇。

近代西方文化不斷輸入中國，學術界普遍以西學為參照，對傳統學術進行

創造性的轉化。西方史學家大多以「西方挑戰、中國應戰」的模式來理解

中國面對西方的策略。但是，牛秋實認為這個模式並不能說明中國內在文

化和學術的變化，因為中國文化並非被動地接受西方思想，她反而是有選

擇地按照自己的傳統習慣加工和轉化自身的文化，並以戰勝西方為目的。

他的文章收錄在「人文天地」一欄。此外，該欄另有曾子炳反思詩歌精神

的文章。作者指出90年代以來，詩歌淪落為一種藝術的門類，詩人為追求

詩歌的邊緣化，刻意令詩與生活保持距離。於是，人們的精神處境每況愈



下，「喪失了自然的神性和大地的感覺」。可是，作者相信人類的歷史是

不斷完善自我的過程，詩歌的精神可以體現個人對大我的追求。這是擺脫

全球虛無主義的一個出路。張英進的文章則選擇了六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

的美國電影，分析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衝

突的體現。

2001年，浙江省長興縣教委率先推行「教育券」制度。在「經濟、社會與

傳媒」欄目中，申欣旺撰文剖析這宗有關教育投資的重要改革。作者認為

「教育券」的制度能有效地解決現有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存在的公平和效率

問題。政府並應鼓勵民營教育基金的成立，讓民間興辦基礎教育。這樣，

國家可以通過壯大民辦教育，改革基礎教育投資體制，以提高基礎教育的

效益和質量。

改革開放以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斷加強，地方官員兼任企業要職的現

象屢見不鮮。這種現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些官員被稱為「紅頂商

人」。由於地方政府既是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也有能力干預地方市場和

企業，紅頂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令市場出現不公平競爭，甚至使地方保護

主義抬頭。楊光飛指出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需要亦步亦趨，否則這股因

「政企不分」而出現的反市場力量便難以消除。文章同樣收入「經濟、社

會與傳媒」一欄。

余世存在「景觀」一欄中的文章，生動解讀六四後知識份子失語情況下民

眾心理和流行文化現象。楊振寧教授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二十五年的演

講稿，則深入淺出地評介愛因斯坦對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決定性貢獻以及對

二十一世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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